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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道。
而道，在《庄子》看来：分为四个层次，即“未始有物”、“有物”、“有封”和“有是非”。
这四个方面分别体现了事物的四个层面：本体、现象、陈述（知识）和价值。
因此，对道的研究也就变成了对本体、现象、陈述与价值的研究。
《形而上学导论:一种关于道的哲学理论》即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方法，以及相关范畴
，对哲学领域的诸多问题，比如本体的特点、现象的属性、知识的结构、价值的内容与性质等，分别
进行深入的探讨，其中的一些角度与结论，或许能为人们认识世界与人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提供一
些帮助。

该书适合于哲学专业工作者与哲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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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顺福，男，1967年生，安徽省安庆市人。
1986年7月毕业于安庆师范学校英语专业。
1989年9月至1992年7月，在安徽大学哲学系学习，获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
1993年9月至1996年8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冯契、杨国荣，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2001年10月至2003年9月，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到韩国高丽大学哲学系访问研究。
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及领域：中国古代哲学（含儒释道）、道德哲学及知识论，著有《儒家道德哲学研
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另在《现代哲学》、《伦理学研究》、《文史哲》、《哲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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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什么是形而上学？

一、存在的本体与是、道
二、存在的事实与是、道
1.现象与存在
2.语言与存在
3.价值与存在
4.结论：形而上学是关于道或是的理论学说
三、形而上学是一种在世方式
小结与补充
第1章 道是物：对现象的形而上学研究
一、世界有什么？
——唯识论的立场
二、物是什么？
——现象的特点分析
1.物是“得
2.所得不真
3.现象的建构
4.现象是成相：相对确定性
三、坏相：现象是相对的
四、物的本体意义：现象是存在的事实本体
小结与补充
第2章 道是有：对本体的形而上学研究
一、经验形而上学
1.纯粹本体是天
2.道是
3.道是性
4.道是命
5.道即形：生生不息的在
6.道是德：自由与道德本体
7.本体之绝对与无限
8.道是无
二、宗教形而上学
1.道与神：从神秘到神圣
2.信仰与本体
3.信仰与价值
4.权威与敬畏
三、体验：会通本体
1.洞察本体
2.经验与体验
3.审美与传神
小结与补充
第3章 道是理：对陈述的形而上学研究
一、知识与科学
1.科学是体系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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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与现象
二、语言与现象
1.语言是一种言说、行为
2.语言是一种符号、现象
3.记号再现现象
三、知识陈述现象
1.我们认识、陈述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
2.人的先天性的整体性感知模式具体为因果性、时间、空间等
3.现象、知识与关系
四、知识的形态与结构
1.概念和命题
2.从定义的形成看人类感知与思维的先天性
五、知识、偏见与真理
1.命题与陈述的真
2.真理与否定
3.知识与超越
六、现象与知识的增长
1.现象、场景与主观建构
2.科学革命与发现现象
3.建构现象与主观心灵
七、知识、智慧与价值
1.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
2.从智慧到知识
3.知识的价值
小结与补充
第4章 道是善、美：对价值的形而上学研究
一、价值与人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二、价值判断的对象：故意与现象
三、价值：私意与成见
1.私意与合理性
2.价值是成见
四、价值何以可能？

五、价值是美德、美名
1.权威的树立
2.名不副实：言说与超越
小结与补充
第5章 道是人：对实践的形而上学研究
一、从理论到实践
1.本体即实践
2.现象：假借与解构
3.知识：偏见与还原
4.价值：成见与虚心
二、形而上学的方法
1.持敬与接受
2.教化成人与文化决定论
3.主体的自然：明诚与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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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夫与德性的自证
5.止观：佛教道德实践法
小结与补充
后记
参考文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形而上学导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2.所得不真人们一般认为：显示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是一个物体。
这是实在的。
那么，这个所谓的“实在”物体是什么？
人们会说，物体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个东西。
我们通过眼睛看到了它。
那个东西是真的么？
甚至人们用来看的眼睛就一定真么？
眼睛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呢？
我们说眼睛是由肌肉、神经、皮肤等组成的，肌肉等又是由细胞等构成，细胞等又是由分子等构成，
等等。
五官是某种物体、质料的建构。
它本身不是独立的实有。
所以某个东西不是实有。
不是实有的存在，佛教叫做尘。
所谓尘，仅仅是从物体的对象性来说的，它好比构成某种物体的质料、素材。
我们以一个瓷器瓶子为例。
它是独立的、绝对的东西么？
人们通常会说，当然是了。
我们拿着这个普通的瓷器瓶子来到比萨斜塔，然后将它扔下去，我们会发现：瓶子碎了。
如果它是独立的、‘绝对的东西，它怎么会碎呢？
它被摔碎了，原因在于它承受不了一定的撞击力，也就是说，这个瓶子之所以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完
整的瓶子样子，必须有一些条件。
此时的条件是在正常的压力，即在一定的压力下，瓶子才能够保持瓶子的样子。
一旦超出了这个正常的压力，这个瓶子就不是瓶子了。
将瓶子拿到深海里，也许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瓶子会碎。
所以，这个现实中的瓶子之所以存在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
用《庄子》的话来说，是“有待”，就像影子一样。
其次，瓶子碎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泥与水组合而成的。
所以，瓶子原来是泥和水的产物。
如果拿走这些构成要素，瓶子也就不是瓶子了。
水与泥是构成瓶子的基本要素。
一块正方形的木块是由两个等腰三角形构成（当然还有其他分法）。
我们锯掉其中的一个三角块，原来的正方形的木块立刻就变成了一块三角形的木块。
所以，正方形木块是不能够保证自己的绝对性、确定性的。
自身的确定性、绝对性，佛教称之为自体、自性。
那两块构成正方形的三角形木块是独立实有的么？
这里有两个维度。
第一，就正方形木块而言，正方形的真正构成部分是三角形木块，所以，相对于正方形木块而言，两
个三角形木块的组合才是正方形木块的真正。
第二，就三角形木块而言，和正方形木块一样，那也是可以分割的，因此，它也不具备绝对性。
我们说它是绝对的，仅仅是相对于正方形木块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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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形而上学导论:一种关于道的哲学理论》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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